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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深入人心，盛
会召开指明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
纲要》出版发行

2022 年 7 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
环境部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在全国
出版发行。《纲要》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原创
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
重大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生态文明建
设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纲要》出版发行以来，全国各地、各行
业不断掀起学习热潮，建设美丽中国日益成
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党的二十大擘画美丽中国
建设蓝图

2022年金秋十月，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
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总结了新
时代十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深刻阐
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报告将“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之一，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
约、绿色低碳发展。报告从加快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 4 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力度
更大、措施更严、要求更高。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
党的二十大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擘画了
蓝图，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大
河保护有法可依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圆满完成

历时 3 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分 6批，对全国 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2个部门和6家中央企业开展
督察。到2022年上半年，第二轮督察任务圆
满完成。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和国家重大
的体制创新和重大的改革举措。自2015年底
试点启动至今，督察已完成对 31 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两轮全覆盖，解
决了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推动被督察对象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
治责任，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

截至2022年10月，第一轮督察整改方案
明确的 3294项任务总体完成率近 96%，第二
轮前三批整改方案明确的1227项任务完成近
60%。两轮督察共受理群众环境问题举报28.7
万件，已经办结或阶段性办结28.6万件。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表示，下一步将
系统谋划开展第三轮督察，坚持严的基调不
动摇，着力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为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黄河保护法出台

2022年 10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这是继 2020 年 12 月出台长江保护法
后，中国出台的第二部流域法律，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有法可依。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
室主任袁杰表示，黄河保护法把握黄河流域
特点，紧紧抓住黄河保护主要矛盾问题，充
分总结黄河保护工作经验，法律规定全面具
体，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是江河流域保
护的标志性立法。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生态环保立法、
监督工作，推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
保护和系统治理步入法治轨道，为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促进流域绿色发展提供法律保
障。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各地各部门科学
有序推动沿江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长江流
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长江干流水质不断
向好。

袁杰表示，黄河保护法颁布后，各有关
方面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按期完成有关配
套措施的规定，重要配套规定要与黄河保护
法同步施行，让黄河保护法落到实处。

绿色发展动力更强，美
丽中国成色更足

•全国碳市场运行框架基本
建立

2022年12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报告》 显
示：全国碳市场运行框架基本建立，价格发
现机制作用初步显现，企业减排意识和能力
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从 2021 年 1
月1日开始至当年12月31日。报告显示，全
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2162家，是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
最大的碳市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

国碳市场总体配额履约率为 99.5%，1833 家
重点排放单位按时足额完成配额清缴。

全国碳市场自 2021 年 7 月正式启动上线
交易以来，成交额突破百亿元，交易市场运
行平稳，对促进企业温室气体减排，加强全
社会低碳发展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
中国积极践行“双碳”目标的决心。

•中国生态环保产业服务专
区首次亮相服贸会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
举行，其间，“中国生态环保产业服务专区”
首次亮相服贸会。

生态环保产业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主力军，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的生力军。2022
年服贸会上，30 余家参展企业从“服务蓝
天”“服务碧水”“服务净土”等方面展示了
生态环保产业的创新技术和装备，在“科技
创新成果”展台上，工业烟气多污染物协同
深度治理技术及应用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成果，展现了中国
生态环保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环保产业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21年中国生态环保产
业营业收入约 2.18 万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11.8%，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率为 1.8%。当
前，中国生态环保产业形成了涵盖污染治理

和生态修复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等全链条的
产业体系，在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
促进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为建设
美丽中国增添了绿色动力。

•首批美丽河湖、美丽海湾
优秀案例发布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在水和
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
2022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首批美丽河湖、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其中，美丽河湖优秀案
例共有9处，另有9处提名案例；美丽海湾优
秀案例共4处，另有4处提名案例。

这 26 个优秀案例中，既有通过实施流
域“治保用”系统治理、五水共治等措施，
实现水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的成功尝试，
又有注重空间管控、流域协作、生态补偿等
长效机制建设，使水质稳定保持为优良的成
功典范，也有强化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升海湾生态
环境质量的成功实践，还有采取立法保护、
网格化监管、公众参与、智慧化监管等措
施 ， 从 严 保 护 优 良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宝 贵
经验。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表示，“十四五”
期间，在美丽河湖建设上，主要聚焦群众身
边突出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引导各地把工作

重心放在夯实基础、补齐短板弱项上；在美
丽海湾建设上，将全国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
划成 283 个海湾，并细化明确了每一个海湾
的治理目标和任务举措。通过努力，到 2025
年要建成一批富有特色的美丽河湖、美丽海
湾，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努力广受认可，中
国行动步履铿锵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
约方大会通过“武汉宣言”

2022 年 11 月 6 日，《湿地公约》 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部级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武
汉宣言”，呼吁各方以强烈意愿和实际行
动，促进各类湿地的保护、修复、管理以及
合理和可持续利用。这是此次大会的主要成
果之一。

宣言承诺，从各种渠道筹措更多资源，
以强化实施湿地公约第四期战略计划，并制
定具有更大力度的第五期战略计划，在 2030
年前采取更有影响力的行动。宣言呼吁，推
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以及合理和可持续
利用的立法和执法，并为评估和维护湿地生
态系统服务作出努力等。

自1992年加入 《湿地公约》以来，中国
积极履行公约宗旨和义务，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系统治理和科学利用，以全球4%的湿地
满足了世界 1/5 人口对湿地的多种需求，形
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湿地
保护格局。本届大会期间，中国积极履行主
席国职责，积极引领大会议题磋商，推动大
会达成了“武汉宣言”、《2025-2030 年全球
湿地保护战略框架》 等多项重要成果，与会
各方高度评价中国为会议付出的努力。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通过

经过近两周的谈判磋商，在大会主席国
中国的引领和推动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
于 2022年 12月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 及相关
一揽子文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
新蓝图。

“框架”设立了到2050年的4个长期目标
和到2030年的23个行动目标，其中包括尽快
在2023年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分阶段提供生物多样性
保护资金、到 2030年保护至少 30%的全球陆
地和海洋等。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框架”兼
具雄心和务实平衡。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
秋表示，这些成果能够指引人们共同努力，
共同遏制并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让生
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并惠及全人类。

2021年12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
国昆明成功举行。会上，中国宣布率先出资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
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注入正向力量。在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
上，中国仍积极向世界分享生态保护的成功
经验，推动各方弥合分歧、达成共识。

黄润秋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将继续担任
主席国，积极引导“框架”目标落地，确保
通过的相关决定得到全面落实。

•中国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
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

2022年11月11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27）
期间，中国国家联络人向COP27秘书处正式提
交 《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

（2022）》（以下简称《进展报告》）。
《进展报告》总结了中国更新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以来的新部署新举措，重点讲述应对
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以及在工业等重点领
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的新进展，总结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的成效。

《进展报告》显示，中国重点领域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取得新成效，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提速，生态系统碳汇巩固提升。经初步核
算，2021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降低
3.8%，比 2005 年累计下降 50.8%；2021 年，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6.6%，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6.35 亿千
瓦，单位GDP煤炭消耗显著降低；截至2021
年底，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森林蓄
积量达到194.93亿立方米。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始终是实干家和行
动派。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中国还积极推动
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助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

《巴黎协定》 的务实履行。在 COP27 上，中
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中国通过
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等，帮助发展
中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低碳转型示范
区、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
力量。

图①：“国际湿地城市”山东省东营市丽
日湖景色。 杨 斌摄 （新华社发）

图②：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黄土塬上
架起了光伏板。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图③：河南省济源市黄河岸边，天蓝水
清，树叶金黄，秋意正浓。

李培献摄 （人民图片）
图④：濒危珍稀鸟类白头鹤在浙江省玉

环市漩门湾国家湿地栖息觅食。
段俊利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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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2022
年，党中央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
领导，党的二十大为美丽中国建设擘画
新蓝图；这一年，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不断健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圆满完成，出台黄河保护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有法可
依；这一年，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动力更

强，全国碳市场框架基本建立，服贸会
上首次设立中国生态环保产业服务专
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昭示
着美丽中国的成色更足；这一年，中国
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等
重大国际会议上发出中国声音，以自身
承诺和努力，与他国一道，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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